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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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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实性”一词从其产生之初便备受关注，更对旅游活动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客观主义真实、

建构主义真实、后现代主义真实和存在主义真实四种理论对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分析。

以政府、开发商、目的地居民与旅游者四个 “文化真实性”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为切入点，阐述了各方的诉求

动机。并从遏制过度商业化、协调利益关系、整合文化资源和加强监督管理四方面，对维护旅游活动中 “文

化真实性”的对策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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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题的产

生及其影响

自美国历史学家伯斯廷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于 １９６１
年在 《镜像：美国伪事件导览》一书中首次将

“真实性”一词带入人们的视野之后［１］１１，各种有

关 “真实性”概念的研究便逐渐增多。虽然研究

范围主要徘徊于主、客观之间，但产生的影响却

涉及多个方面。

（一）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题的产生

“真实性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一词起源于欧洲的
中世纪。当时的英国人为了区分 “旅行者”与

“旅游者”，首次提及了 “真实”一词［２］２０５。而将

“真实性”问题引入旅游研究领域的，则是伯斯

廷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提出的视大众旅游为 “伪事件”

的 “真实性”理论［３］７７。至此，拉开了旅游活动

中 “文化真实性”研究的序幕。真正引发旅游界

学者对 “真实性”问题展开激烈讨论的是麦肯奈

尔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他在１９７６年对旅游者需求进
行分析的论断中指出，现代旅游者内心的 “疏离

感”是造成他们外出寻求 “归属感”的根本

原因［２］２０６。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学者们对真实性的研
究从客观真实转向主观感受，关注对象由物及

人，并将 “真实性”理论应用到旅游研究的其他

方面，拓展性地研究了旅游文化真实性与旅游动

机、旅游体验的内在联系；旅游文化真实性与商

品化的辩证关系；旅游文化真实性对遗产旅游的

影响等主要问题。

如今，“真实性”理论研究热潮已持续了３０
余年。纵观国外旅游研究中 “真实性”问题的历

史轨迹，不难发现，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客观

到主观，再到主观感受的细分及研究领域的扩展

这一变化过程。整个研究历程展现出学者们对该

问题的重视程度及后续无限的研究空间与发展

前景。

（二）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题的

影响

伴随民俗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的影响逐渐扩大，不但涉及文化自

身的传承与发展、旅游者的旅游决策与感知，还

关系到目的地居民的文化认同、开发商的旅游开

发活动等。

１．“文化真实性”影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一个不断传承和变化的

过程。伴随着文化和旅游活动的紧密结合，在旅

游过程中的所有文化形式都会经历文化的变迁，

从而引起人们对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题

的思考。这种思考一方面有助于保护濒危的民俗

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文化涵化过程中去伪

存真，将文化中落后的、腐朽的、庸俗的部分去



除，传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实现文化的有效传承

和发展。

２．“文化真实性”影响旅游者的旅游决策与
感知

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对旅游者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旅游者在旅游决

策时通常会根据对 “真实性”的需求程度，选择

相应舞台化程度的目的地；另一方面，民俗文化

的模仿、复制、伪造等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

者对文化真实性的判断，进而影响其对真实民俗

文化的感知。

３“文化真实性”影响当地居民的文化认同
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对当地居民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民俗文化开发的过程中。当地居

民在民俗文化符号化、舞台化的行为中获得经济

利益上的满足，有助于目的地居民重新审视他们

的历史并做出正确评估进而形成自我文化的认

同。在此影响下，当地居民会积极介入后续的文

化开发与创造中，不断修缮本民族文化，使民俗

文化的真实性程度得到提升。

４．“文化真实性”影响开发商的旅游开发
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既对旅游开发

活动有积极的鼓舞作用，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一方面，一个没有真实意义和文化价值的地方不

会引起开发商的兴趣；另一方面，开发商为了追

求旅游开发中的商业价值，会在开发过程中适度

加入一些商业元素，而这其中的 “文化真实性”

则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影响

到旅游开发活动。

二、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内涵与

特征

在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题发展至今

的３０年间，旅游真实性理论经历了从客观主义
真实、建构主义真实、后现代主义真实到存在主

义真实的变化过程［４］３５１。客观主义真实与建构主

义真实侧重辨别客观事物或旅游产品的真伪；而

后现代主义真实与存在主义真实则采取 “无关真

伪、只为真心”的态度来面对旅游。

（一）客观主义真实性的内涵与特征

客观主义真实更注重客体的真实与否，其评

判标准源于旅游商品对真实性的还原程度，即是

否由居民取材于当地加工而成［５］４３。

客观主义真实性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为伯斯

廷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和麦肯奈尔 （ＭａｃＣａｎｎｅｌｌ）。伯斯
廷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认为：“旅游者很少热衷于旅游地
的真实文化是导致 ‘伪事件’ （Ｐｓｅｕｄｏ－ｅｖｅｎｔｓ）

产生甚至盛行的根本原因［３］７７。”麦肯奈尔 （Ｍａｃ
Ｃａｎｎｅｌｌ）在著作 《旅游者：有闲阶层的新理论》

中，深刻阐释了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问

题，认为人们最初对旅游活动中真实性问题的关

注源于现代社会带给人的疏离感和周围环境的不

真实［２］２０５。

不难发现，两位学者对该问题的看法有一定

程度上的相似，即都是在充分肯定客观环境不真

实的前提下，从旅游主体角度出发对旅游活动中

“真实性”问题进行了评述。只是伯斯廷

（Ｂｏｏｒｓｔｉｎ）以略微消极的态度陈述了旅游者的旅
游动机，认为他们在已知旅游活动虚假的前提下

仍被动接受并满足于现状；麦肯奈尔 （ＭａｃＣａｎ
ｎｅｌｌ）则以更积极的角度描述了旅游者因向往异
地的 “真实”而开启一段旅程的心理。二者的观

点对后续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建构主义真实性的内涵与特征

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客

观主义真实把真实性的决定权交予了旅游主体，

即通过旅游主体来感知客体是否真实。但建构主

义真实论者则认为，客体的 “真实”与否也是可

以塑造的，可以形象成一个符号或抽象为一种

意义［３］７７。

布鲁尔 （Ｂｒｕｎｅｒ）和科恩 （Ｃｏｈｅｎ）是建构
主义真实性的两位领军人物。布鲁尔 （Ｂｒｕｎｅｒ）
于１９８４年明确提出建构主义真实性的定义，他
认为：“传统的旅游体验真实性很难解释现代旅

游体验的现象，旅游经营者可根据旅游者的期

望、想象、偏好、信仰等设计景区与组织活动，

以达到真实性效果。”［５］４４科恩 （Ｃｏｈｅｎ）在其
“舞台猜疑”模式之后进一步指出，对不同动机

的旅游者而言，旅游体验存在一个从完全真实到

完全虚假的连续状态的集合［６］４４１。

两人的研究观点从侧面反映了建构主义真实

选取的研究角度，即当下社会大环境的现代旅

游。不同于客观主义对真实性非黑即白的评判标

准，建构主义对现代旅游中舞台化和商品化的问

题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上述

两种行为对真实性的促进作用。

（三）后现代主义真实性的内涵与特征

当客观主义和建构主义旅游者还在忙于分辨

旅游客体的真伪时，后现代旅游者则以更洒脱的

姿态看待现代旅游的一切，完全模糊了真与假的

界限，而是更注重个体的旅游体验。

科恩 （Ｃｏｈｅｎ）认为，后现代主义旅游者与
现代旅游者有所不同。相较于后者追求真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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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前者更注重享乐和对表层美的追寻，鲜有

关心景观起源和 ‘真实性’等相关问题［７］。”通

过对自然、人文景观或主题公园进行 “模拟”而

衍生出的 “替代旅游”，是后现代旅游的主要形

式［５］４５。作为后现代主义真实性的另一个代表人

物，鲍德里亚 （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ｄ）称，在这个充满
“仿真”的时代，已再无本原或 “现实”作为参

照，留下的仅仅是 “符号的抽象”［１］１７。

后现代主义对真实性的看法比现代主义更为

开放，但也略微激进。在完全否认现代真实性存

在的同时，却认为这个充满伪真的世界丝毫不会

影响其旅游体验的真实，这一超脱的观念为后来

的存在主义真实奠定了基础。

（四）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内涵与特征

１９９９年，王宁在继承并发展了后现代主义真
实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真实性类型———存

在主义真实。这是一种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态

度，试图在旅途中完成寻求 “真我”的夙愿。

王宁在 《Ｒｅｔｈｉｎｇｋｉｎｇ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ｉｎｔｏｕｒｉｓｍｅｃ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一文中提到，存在主义真实主要与旅游者
自身和内在有关，而与客体的真实性毫不相干。他

将存在主义真实分为个人内在真实性和人际真实。

其中，个人内在真实，指的是个体内在的真实感受，

是旅游者切身的真实体验；而人际真实则指通过人

际的沟通交流或彼此间的经验分享所获得的感受，

其本质是 “借鉴或参考后的真实”［４］３５１－３５２。

凯丽 （Ｃａｒｙ）认为，王宁的观点与 “旅游者

瞬间”这一概念最为接近，即意外发现的刹那自

然也就是本真［５］４６。这一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许多

学者的认可。从两人所表达的观点中可以看出，

存在主义真实更侧重旅游者内心的真实体验，更

注重其内心情感的深度挖掘；不同于后现代主义

的在 “虚假”中寻求乐趣，存在主义旅游者更像

是将旅途看成一段追溯 “初心”与 “本我”的

哲学历程。

三、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诉求动机

旅游活动中的 “文化真实性”涉及多方利益

相关者。各利益主体基于自身不同的立场，对旅

游文化中 “真实性”问题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差

异，进而影响其利益诉求。旅游活动中的多方利

益相关者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层、支

撑层和边缘层。但本文只选取与真实性关系最密

切的核心层次的利益相关者作为探讨对象。通过

剖析核心利益相关者对文化真实性的认知，进一

步得出他们对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诉求动

机。核心层次主要包括政府 （国家、地方政府）、

开发商 （投资商、供应商、代理商）、当地居民

和游客［８］。

（一）当地政府的诉求动机

政府在旅游活动中 “文化真实性”的问题上起

着宏观调控作用。虽然政府较为看重真实性旅游项

目开发背后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但作为各利益

相关者的代表，综合各方诉求便是政府的诉求。

政府首先要考虑的是文化管理部门对 “真实

性”加强保护这一意愿。民俗文化作为国家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理应得到保护，而最好的保护则是

“修旧如旧”，即维持文化的真实性，避免用现代

化的手段改变当地原有的生活状态。

“开发是最好的保护”是政府的另一种心声。

把民俗文化从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抽离出来，形成一

种标志或一种文化符号，有助于当地经济、政治、

社会文化的提升，这是政府对真实性最终的诉求。

（二）开发商的诉求动机

在整个民俗文化开发的过程中，开发商对

“文化真实性”的认知主要停留在认识论层面

上［９］，认为了解真实的民俗文化仅仅通过一些外

在的形式和表象便可达到目的。因此，他们对民

俗文化真实性的诉求也只是符号化与舞台化的文

化表征。

作为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纽带，开发商

将当地居民所创造的民俗文化进行肢解与拼凑之

后，将一些参与性强、短期内快速吸引旅游者的

节目进行整合与包装，如节事展示、美食品尝、

服饰展览等，之后呈现给外来旅游者，以期达到

获利的目的。

（三）当地居民的诉求动机

作为民俗文化的拥有者，目的地居民具有独

特的生境。那些受外界追捧的民俗文化对当地居

民来讲只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这种 “自然的

状态”是在不断演变的，既不等同于过去，也不

会停留在当下。因此，民俗文化是在传承中不断

发展变化的。在传承中，属于精神层面的民俗文

化，如宗教信仰或传统习俗等，会得到部分的保

留；而纯物质层面上的民俗文化保留下来的只是

外在的躯壳，如特色建筑、民宿等，内部则进行

现代化的利用改造。

在整个民俗变化的过程中，居民所追求的只是

现代化的便利带来的生活上的改善，这种诉求在经

济落后的偏远地区尤为凸显。相反，他们对真实性

却没有太多的要求，甚至有时会对因保护真实性而

阻碍改善当地民生的一些做法产生反感或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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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自身利

益得到一定满足时，他们对真实性的诉求也在逐

渐转变。此时的他们开始意识到，维护本民族文

化的真实性是保障自身利益的根本方法。

（四）游客的诉求动机

客观主义真实性旅游者关注的是客体的绝对

真实，因此向往原汁原味的 “本土文化旅游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渴望旅居于当地
的民宿，密切了解当地原住居民的生活，去探索

并审视 “舒适、宁静、真实的人际关系和快乐从

容的生活”［１０］。

存在主义真实性旅游者更在乎旅游带来的自

身体验，即在旅游过程中自己的身心是否得到解

脱，灵魂是否得以释放。因此，这类旅游者更向

往可以回归自然、忘却功利的旅游项目，如野

营、登山、探险、攀岩等。至于后现代真实性旅

游者的诉求与存在主义旅游者有很大程度上的相

似，在这里不做过多赘述。

建构主义真实性旅游者在关注客观真实的同

时承认个体差别会导致真实性体验的差异，相对

于其他三类旅游者是一种比较中庸的观点。因

此，这类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真实性没有过于苛

刻的要求，反而会接受一定程度的舞台化真实和

文化商品化现象。

四、维护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的对

策探析

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对旅游者与旅游

经营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既是吸引旅游者前来

观光体验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经营者进行

旅游开发经营的主要内在依据。因此，要实现旅

游活动和旅游业的持续与健康发展，必须注意维

护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当然，我们不能用

孤立、静止的观点来分析和看待旅游活动中文化

的真实性问题：文化是向前发展的，在发展中不

断变化增添新的元素；真实也不意味着因循守旧，

盲目地追求所谓的 “原初”。因此，采取有效的措

施辩证地维护文化的真实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加强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可从遏制过

度商业化、协调利益关系、整合文化资源和加强

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对策探讨。

（一）通过遏制过度商业化保持文化真实性

旅游活动中文化的 “真实性”与文化的 “商

业化”密切相关。从本质上来说，旅游活动，特

别是旅游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商业行为，旅游者的

旅游体验活动实际上是通过花钱购买旅游企业所

生产的旅游产品或提供的旅游服务的一种消费活

动。既然如此，旅游活动中的旅游产品或旅游服

务具有商业性质，也就无可厚非。从一定意义上

来说，离开了商业性，旅游业特别是旅游经营活

动也就无从谈起。

旅游活动的商业性，直接影响到旅游活动中

文化的真实性。由于部分旅游者特别重视旅游活

动中文化的 “真实性”，尽管有时这种真实性实际

上是一种 “舞台化”的 “真实”，或经过加工后的

“真实”，但旅游者也认为这是当地一种真实的地

方文化和民族文化，也就是说起码这种 “真实”

是多数旅游者认为的 “真实”。如果旅游活动中的

真实完全是凭空捏造或胡编乱造的，导致旅游者

认为不真实时，自然不受旅游者欢迎。

因此，尽管旅游活动中，文化的商业化是一

种内在的必然，但也不能太离谱，不能一切为了

追求所谓最大化的经济利益而导致过度商业化。

在旅游活动的商业化过程中，最终的底线在于至

少要让部分热衷文化体验的旅游者认为，他们所

看到的文化是一种 “真实”的文化。

（二）通过协调利益关系实现文化真实性

如上文所述，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真实性问题

涉及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每个利益主体都有自身

不同的利益诉求，彼此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

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

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利益，

并不是特别看重文化的真实性；相较而言，地方

文化管理部门则较为看重文化的真实性；旅游开

发经营者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不是特别

在意文化的真实性；当地居民和旅游者的心态则

较为复杂。部分居民因旅游业的发展获利而不是

特别看重文化的真实性；而另一部分居民则认为

旅游业的发展会导致社会风气日下，要求回归文

化的真实。部分旅游者较为看重，甚至以文化的

真实性为旅游体验的最终追求；另一部分旅游者

则不在乎文化的真实与否，只在乎是否开心愉快。

因此，要维护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就

必须在上述利益相关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矛盾的利

益诉求中寻求一种平衡，达成一种共识。而要达

到上述目的，就必须搭建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

让各利益主体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各种争

端和利益冲突。如当开发商在做出一项决策时，

不但要与政府进行沟通，更要与当地居民进行磋

商，在不损害居民生活和生存环境的 “真实性”

基础上，针对旅游者的需求，实施各方均满意的

开发方案，以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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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过整合文化资源打造文化真实性

虽然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不仅包括各个

文化要素的 “真实性”，还包括文化整体或文化

氛围的 “真实性”，但两者之间的地位和作用是

不同的。通常意义上的文化真实性主要指文化整

体和文化氛围的真实性。也就是说，旅游者不会

通过对旅游活动中文化的个别构成要素而是通过

他所感知的文化整体来判断文化的真实与否。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旅游活动中的各个文化要素

进行组合式的开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同时，为了满足旅游者的某种旅游需要，对传

统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加

工，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因此，通过对

当地文化或民族文化的某些要素进行甄别取舍、整

合提炼，最终形成一种完整性的 “舞台化”的旅游

产品，是目前国内外旅游开发中的一种通行做法。

因此，在旅游活动中，对地方文化和民族文

化以 “真实性”为理念进行相应的 “舞台设

计”，将不同类型的文化资源加以整合，精心打

造地方特色突出、民族风格独具的文化旅游产

品，不仅可以避免彼此之间的恶意竞争，又能提

升竞争力，促进地方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四）通过加强监督管理保障文化真实性

目前，我国关于民俗文化开发管理的机制仍

不成熟，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法律法规来规范相关

行为，导致出现开发、保护分体式的管理形式。

这种权责不清分工不明的管理模式，极易使管理

走向极端。要么无人监管，缺乏统一的战略规

划；要么多头管理，出现 “九龙治水”的混乱局

面。因此，要切实维护旅游活动中的文化真实

性，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

一方面，政府主管部门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要进行有效地宏观调控和科学地监督管理。所谓

宏观调控，指政府要履行并协调好各方文化真实

性诉求的职责，便于即时发现问题。而科学的监

管，则要求对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制订专门

的定性与定量标准，以此来规范旅游开发和旅游

经营活动，避免出现管理滞后于现象的情况。另

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是旅游活动中文化真实性

问题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之一，为了公平、公正的

维护旅游活动中文化的真实性，还应当建立第三

方监管制度。如聘请由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专

业评估师等组成的民间社会团体，对旅游开发中

文化的 “真实性”进行评估、监管，以实现旅游

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地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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